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继宣布4月27日

高三、初三年级返校开学后，上海市教委昨
日公布本市非毕业年级分批返校开学安排。

结合本市疫情防控形势，经研究决定并报教
育部备案，本市高二、初二年级于5月6日返

校开学；高中、初中其他年级以及小学四、五
年级于5月18日返校开学；小学一、二、三年

级和幼儿园的返校开学安排，视疫情防控形

势另行确定。培训机构在本市中小学和幼儿
园返校开学前不得开展线下培训及服务。

各高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在做好4月27日

起毕业年级学生返校工作的基础上，根据自

身疫情防控情况，确定其他年级于5月6日起
分批次返校安排。

上海教育系统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
各级各类学校在教育部门指导下，“一校一

策”做好返校开学工作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健康师生

人员入校返校和校园公共健康安全。市区两
级教育部门自4月20日起赴学校开展全覆盖

实地检查，确保校园防控举措落细落实。检
查不合格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返校开学。

    工作日早上8点，停在虹桥路996弄的一

辆移动餐车忙碌起来。早早赶来的邹兵打开
车门，升起车窗，一边消毒整车，准备好料理

台，一边等待正在周边站点准备预制品的店
长孙燕青。在疫情期间，这辆移动餐车每天为

三个社区助餐点的老人供餐，也解决了周边
园区部分白领的用餐难。

从商务楼里的智能餐厅到街头的移动餐

车，疫情拓宽了熙香公司的思路。共享经济时
代下，移动厨房有着更多应用空间，而立足无

接触经济，无人餐厅也将投入试运营。危机下
的机遇，遇到了有准备的人。

保障老人刚需 移动送餐
昨天上午10点，记者赶到虹桥路996弄

时，孙燕青和助理邹兵正在做供餐前的最后

准备。当天的套餐有三种选择，椒盐排条、鸡
汁百叶包和泡椒红汤鱼，除了杂粮米饭和蔬

菜，还有一份银耳羹和水果。

11点不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就来打

包套餐了。原来，在疫情发生前，熙香就开始
为虹桥街道社区助餐点的老人提供餐食服

务。但疫情一来，堂食关闭，有吃饭“刚需”的
老人们怎么办？熙香董事长刘蕴熙想到了公

司储备的“秘密武器”———移动餐车。
2月27日开始，这辆装载着智能蒸烤箱、

操作台、微波炉、洗手池等功能的小型厢式货

车正式出餐。虽然只能容纳两人在里面工作，
却能为社区老人和园区白领提供几百份午餐。

邹兵给记者演示了一下：把预制好的菜
肴分装在锡纸盒中，然后一份份放进蒸烤箱，

一键点击“椒盐排条”或“泡椒红汤鱼”等程
序。时间一到，取出盒子，盖上盖子，再和另外

几样餐点一起打包。每天上午，送餐员都会把
一份份餐点送到老人家中，提前在APP或小程

序上预定或团购的白领，也可以自己选定时
间段取餐。

“2月10日以后，周边园区企业陆续复工，

但附近餐厅却还都关着。”熙香区域经理卫静

雯告诉记者，园区负责人见到移动餐车，主动
提出团购餐点，也让他们的供餐能力进一步

释放。随后，另一辆餐车开到长宁区临时集中
留验点，每天为防疫工作人员和旅客提供三

餐加夜宵。

消费习惯改变 暗藏“新”机
作为一家“互联网+餐饮+人工智能”的企

业，在疫情之前，熙香大多把餐厅开在商务楼

里，用全自动智能烹饪设备提供餐食。疫情期
间，企业推迟复工，再加上远程办公，用餐的人

自然少了。但随着3月以后企业复工率升高，再
加上创新送餐模式，熙香的销售数据开始直线

往上，目前已恢复到非疫情期间的80%。

刘蕴熙也从被疫情改变的消费习惯中看
到机遇。“去年我们开始研发餐车，疫情加速

了这一模式落地。今后在医院、火车站、展会、
大型活动等需要快速、大量供餐的场所，移动

餐车就能快速赶到，发挥应急作用。”

此外，熙香研发的无人餐厅也在近期完
成了“样板间”的打造。不但取餐、收银环节无

人化，就连后厨也是2.0版的全自动厨房，实现
机械臂自动化烹饪，中餐的八大菜系和炒、

煎、蒸、煮、炸等操作都能模拟。
“疫情改变了许多人的用餐方式，食品安

全卫生无疑是最重要的需求。我们的智能餐

饮数字化能对食材、供应链、生产、物流运
输、配送全环节进行数据化、标准化管理，用

无接触方式完成全套出餐流程。”刘蕴熙表
示，疫情让“在线新经济”的前景更加明朗，

企业有信心从危机中挖掘出新机遇。而面对
添加了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创新模

式，熙香所在的长宁区职能部门也在探索全
新的监管模式，帮助新业态健康有序地走上

发展快车道。目前，移动餐车已经拿到了“上
海市食品摊贩临时经营公示卡”，持证上岗更

有制度保障。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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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2日是“世界地球日”。在外滩黄

浦江景观水域，一艘彩绘“鲸”渡轮在江面
“游弋”，与地球造型的国际会议中心融为一

体，构成了一幅保护地球、保护海洋动物的

“环保公益画”。
杨建正 摄影报道

“世界地球日”———保护我们的地球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针对

鉴定机构准入门槛低、执业能力参差
不齐、执业活动不规范和鉴定“黄牛”

等问题，上海市首部关于司法鉴定的
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司法鉴定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5月1

日起施行。今天上午，记者从市司法局

等部门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上海将通过创设司法鉴定事项全
覆盖管理模式、加大对“黄牛”等违法

违规行为惩戒力度等措施，努力把司
法鉴定打造成法律服务的重要品牌。

司法鉴定听似高深，其实与普通
老百姓并不遥远。如果在饭店、旅游中

滑倒，要打官司，往往需要出具鉴定机
构的鉴定报告；重大、专业案件中，鉴

定意见更是法官断案的重要依据。市
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从今年1月1

日起，市司法局推出“智慧司鉴”系统，
当事人只要扫描二维码，便可以轻松

查询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前世今
生”。在“智慧司鉴”背后，即将施行的

《条例》备受关注。
记者了解到，《条例》分为总则、鉴

定机构和鉴定人、司法鉴定活动、监督
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6章，共56条，

重点规范以下问题：
严格准入，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登

记管理制度；严格监管，完善司法鉴定

程序规范；措施创新，综合运用多种手

段提升监管实效性；加大对违法违规
行为的惩戒力度。

发布会上，围绕“谁来管”“怎么
管”“鉴定人出庭作证率不高”等热点

问题，相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在司法鉴定活动程序方面，有关

负责人介绍，诉讼活动中涉及“四大

类”鉴定事项的，法院以外的办案机关
应当通过本市统一的司法鉴定委托平

台，在名册中随机抽选司法鉴定机构
开展鉴定；涉及“四类外”鉴定事项的，

办案机关可优先委托已通过公共法律
服务平台公告的其他鉴定机构开展鉴

定。目前，这个全市统一的委托平台项
目已申报立项。

针对鉴定人出庭作证率不高的问
题，《条例》明确规定：“经审判机关依

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鉴定人
无法定情形拒不出庭的，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处理。”
对于鉴定“黄牛”揽案包案、鉴定

机构支付回扣承揽鉴定业务、违规设
点等突出问题，《条例》细化了若干违

法行为情形，明确了相应行政处罚，形
成了一套问责体系。同时，针对国家工

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完善了相应的情
形条款，特别是明确禁止“干涉鉴定机

构、鉴定人独立开展司法鉴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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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厨房天天“车上见”，无人餐厅搭起“样板房”

“人工智能+餐饮”迎来新机遇
危中寻机
化危为机

上海公布非毕业年级返校安排

温馨校园里 卡通人说“想见你”
    穿着拖鞋在家上网课的你，戴着口罩重

回教室的你，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你⋯⋯
操场上，三个卡通人形立牌捧着“想见你”三

个大字，既是记录这段特殊的抗疫时光，更是
为下周即将重返校园的高三学生加油鼓劲；

围墙上，高三全部8个班级的集体照被放大张
贴，照片旁是五个大字，“下一站，梦想”。

这是今天上午记者在上海市敬业中学见

到的场景，为确保每名学生的安全，学校今天由
老师和教工参与了一次复学模拟演练。

为营造温馨的校园氛围，校长金怡特意
选择了和校园红墙颜色相近的暗红色防疫帐

篷。两台热像式筛检仪分立在两个入校通道，
分别可供6名学生同时测温通过。测温通过

后，老师分别在6个消毒点为学生核验身份，
并提供免洗洗手液。

根据市教委规定，每名师生员工都需要
在家自测体温，准备好随申码；没有携带手机

的学生，家长须在前一天晚上，将学生的随申

码绿码截屏发给班主任。

“应急教室：乐群楼306室或506室；通风
消毒：教室窗户保持敞开；午间消毒时间：

11:55-12:35；就餐时间及路线：11:55，小楼

梯。”记者看到，每个班级门口都张贴着一张

“班级防疫温馨贴士”。金怡介绍，卫生防疫要
求每间教室进行早中晚三次消毒，每次消毒

时间不少于40分钟。消毒期间，学校为每个班

级安排了自修教室和各学科答疑教室，实验

室、电脑房和英语听说模拟测试教室也可预
约使用。老师们还在电脑键盘上贴了保护膜。

教学楼一侧，一长排洗手池通向学生食
堂，地上贴了一米间隔标识。食堂内，4人位被

透明有机玻璃隔成了2人位。金怡告诉记者，
往常食堂能同时容纳560人同时就餐，隔成2

人位后，错峰就餐时间也已安排妥当。

综合楼底楼一角，已退休好几年的校卫
生老师吴瑶正在“临时留观室”内做开学准

备。根据防疫要求，这里远离教学楼，由合唱
教室改造而成，排练用的移动台阶铺上瑜伽

垫，便成了临时病床。一旦有学生出现发热等
症状，将在这里接受进一步检查。没有专属洗

手间怎么办？打开屏风，老师们“淘”来的一个
专供残障人士使用的移动马桶出现在眼前。

“我们要在每个细节上考虑周全，避免任
何交叉感染的可能。”金怡说。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记者上午现场探访 复学演练一丝不苟


